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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报讯 4 月 22 日，由市科协、
市教育局和团市委主办，市科技馆
承办的第三届三明市青年科普创新
实验暨作品大赛开赛。

本次大赛设“智慧社区”和“未来
太空车”两个命题，主题围绕“智能、
安全、环保”三大理念，关注前沿科学
技术、公共安全健康等领域的科研应
用与普及，考查青少年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及动手实践能力。

在“未来太空车”比赛现场，
学生利用科技手段和创新思维面向
未来开展创意实验设计，并利用指

定动力系统，自选材料制作装置，
在赛道上完成行驶和攀爬等指定任
务。经过激烈竞技，角逐出一等奖4
支队伍、二等奖5支队伍、三等奖9
支队伍。

“智慧社区”比赛形式为各小组
线上提交作品参评，评委对入围作
品作出综合评审，决出一等奖2支队
伍、二等奖3支队伍、三等奖4支队
伍。赛后，市科技馆将选送“未来太
空车”和“智慧社区”两项赛事的优秀
作品进入福建省赛区参加决赛。

（本报记者 林馨怡）

第三届三明市青年科普
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开赛

本报讯 福建省科技特派员工作
联席会议办公室近日下发 《关于公
布2023年福建省科技特派员选认结
果的通知》，三明学院获选认法人科
技特派员，是全省唯一连续5年获选
认法人科技特派员的高校。

本次三明学院46位教师和20个
团队选认为福建省科技特派员，这
是三明学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特
派员制度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
守应用型高校的办学定位，坚持以
服务“三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助力三明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积

极体现。
三明学院精准对接我市发展需

求，鼓励不同学科的科技特派员围
绕地方产业链需求提供组团式服
务，以实际行动为绿色发展、产业
转型、乡村振兴奉献才智，服务范
围涵盖一二三产业，服务企业有三
钢、福建一建、金氟化工、中伟半
导体等，已累计获选认省级个人科
技特派员450人次、团队科技特派员
88组次、法人科技特派员5次。

（本报记者 朱丹宇 通讯员 吴
爱娣）

三明学院连续5年获选认科技特派员

本报讯 日前，永安市政协民盟
界别议政厅揭牌成立，成为三明市政
协系统首个成立的民主党派议政厅。

“民盟界别议政厅的成立是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是
进一步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
的有益探索。”永安市政协民盟界别
议政厅召集人罗方益介绍，议政厅是
界别委员学习交流的平台、联络群众
的窗口、推动发展的阵地。

民盟界别议政厅成立后，将立

足民盟教育、科技、文化及医药卫
生界智力密集等界别特色，致力提
高界别委员在项目招商引资、优化
营商环境等重点工作的履职能力和
水平，持续打响“民盟社情民意直
通车”品牌，充分发挥界别委员的
优势与特长，为奋力打造中国式现
代化革命老区新样板贡献政协智慧
与力量。

（本报永安记者站 黄中泉 通讯
员 罗方益）

三明政协系统首个民主党派议政厅成立

本报讯 4 月 20 日，市农业农
村局到将乐县古镛镇积善村开展

“我在乡间有亩田”活动，共有109
名在职党员干部认领抛荒耕地，合
计16亩，筹措资金32500元。

认领过程中，市农业农村局党
员干部和积善村两委干部、村民代
表一起座谈，共商进一步推进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发展乡村产
业、促进村财村民双增收等方面
进行探讨，并到田间地头进行惠
农政策宣传和种粮技术指导，把
党的宗旨与服务“三农”融合在
一起，充分发挥机关党组织走在
前、作表率作用。

（朱丹宇 宋 毅）

市农业农村局：
开展“我在乡间有亩田”活动

本报讯 4月17日，我市出台
《重大矿产资源精深加工及产业化
项目决策评估机制（试行）》，全
面评估重大矿产资源精深加工及
产业化项目，合理控制项目风
险，推动矿产资源往产业集中、
往园区集中、往深加工拓展，为

大项目、好项目的引进和落地提
供决策参考。

机制明确，对总投资2亿元及
以上的重大矿产资源精深加工及
产业化项目进行市级决策，其余项
目县级参照执行，每年开展项目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复核，确保项

目顺利投产运行，尽可能降低项目
政策风险、产业风险、投资风险、社
会风险、效益风险。

项目建成投产入规后，参照
全市企业“亩均论英雄”改革工
作方案，重点考评项目亩均产
值、亩均税收、研发经费占比、

单位能耗增加值、单位排放增加
值等相关指标，对考评结果先进
的实施企业人才激励、用地保
障、用能保障、环保激励、信贷
支持、创新引导等政策支持。

（本报记者 朱丹宇 通讯员
蒯震军）

推动矿产资源往产业集中、往园区集中、往深加工拓展

我市出台矿产资源产业化项目决策评估机制

本报讯 截至今年3月末，兴
业银行三明分行各项贷款余额
192.54亿元，较年初新增12.52亿
元，增幅6.95%，为三明高质量发
展注入了“源头活水”。

兴业银行三明分行全力支持
重点改革事项，从系统对接、融
资支持、园区招商等方面助推园
区整合，成立“园区金融”工作
专班，储备跟进生态新城项目6.2
亿元，已支持三明经开区、高新
区贷款7亿元。

协调国家储备林项目56亿元
顺利启用，投放我市首笔碳减排
挂钩贷款，投资我市首笔绿色债
券，协助成立我市首个生态法
庭，累计投放制造业绿色贷款
17.73 亿元，绿色融资余额 37.17
亿元。

全力支持企业增资扩产、转型
升级，对接用足省技改项目融资支
持专项政策，为全市 15 个技改项
目争取贴息贷款 10.71 亿元，技改
贴息贷款项目与资金数居全市各

银行首位；充分运用“科创再贷款”
政策性工具，为130家科创企业发
放贷款23.77亿元、新增8.77亿元；
与市科技局共同创设风险分担产
品“科特贷”，支持科特派服务的企
业71家、融资余额25.13亿元。

用足用活纾困专项贷款政策
工具，为福建隆源纺织有限公司发
放全省首笔纺织鞋服产业纾困专
项贷款 1000 万元，当年累计落地
纾困贷款3.54亿元，各项纾困政策
投放金额排名全市金融机构前列。

助力三明医改加快数字化转
型，全面推进“多码协同”项目，实
现一部手机全流程就医。目前，全
市180家公立医疗机构已接入“多
码协同”系统，实现全覆盖，已实现
用码就医277.24万人次。

全面落实总行乡村振兴战
略，推出“乡村振兴贷”“小吃
贷”“惠粮贷”“菌农贷”“茶商
贷”“竹农贷”等特色产品，授信
448笔、金额近1亿元，助力乡村
振兴。 （乐欣媛）

为三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截至3月末，兴业银行三明分行各项贷款余额192.54亿元，较年初新增12.52亿元

本报讯 最是一年春好处，正
是读书好时节。在第 28 个“世界
读书日”来临之际，4月22日，由三
明市图书馆、三明学院图书馆、三
明市艺术馆、三元区图书馆以及沙
县区图书馆联合主办的“阅享新时
代·三明书香浓”的世界读书日阅
读活动在生态新城如意湖湿地公
园举行，进一步推动三明全民阅
读，打开“书香三明”建设新境界。

本次活动由全民阅读、非遗

体验、“再发现图书馆”以及“阅
读+”四大板块组成。主办方通
过全民阅读活动板块向群众介绍

“流动服务车”、“你看书，我买
单”、免费办证、古籍修复等多项
服务。通过将乐擂茶、木活字印
刷等非遗体验，让读者更加了解
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再发现图
书馆”推广活动，向读者介绍图
书馆内还有手工、绘本、图书封
面拼图、文创帆布包拓印等多样

的活动形式。通过这一系列的活
动让群众了解图书馆不再是单纯
借书的地方，更多的是让大家了
解图书馆、走进图书馆享受读书
的乐趣。在活动中，图书馆充分
发挥了 “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
社会”主阵地功能，推进“书香
三明”活动更加创新、更加丰
富、更加深入。

“我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让
孩子更了解世界读书日，从小培

养阅读习惯，这对于孩子了解中
国文化、世界文化和拥有一个更
大的格局和视野有很大的帮助。
除了书本阅读之外，这里还有很
多非遗的展示，孩子对这些非遗
文化也很感兴趣，我希望中国传
统文化对孩子的成长有潜移默化
的影响。”市民陈雁明分享参与活
动的体会。

（本报记者 陈淑杭）

阅享新时代 三明书香浓
我市开展“世界读书日”阅读活动

阅读红色书籍 汲取精神力量
▲4月23日，武警福建总队三明支队结合“学习强军思想、

建功强军事业”教育实践活动，组织官兵看红色书籍、读强军故
事，汲取精神力量。 （欧家程 王凯文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连日来，大田县华兴镇
辖区内的公路上，一群穿着红马夹的
义务交通劝导员正协助华兴派出所
民警维持交通秩序。

原来，这是华兴司法所联合华兴
派出所组织6名社区矫正对象进行交
通劝导公益活动。活动现场，社区矫
正对象配合民警通过口头提醒和发
放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单等方式，对影
响交通秩序和交通安全的不文明行
为进行劝导。他们积极认真，干劲十
足，为文明大田建设贡献力量。

近年来，华兴司法所积极探索改
造社区矫正对象的新方法，通过加强
社区矫正对象学法、守法、懂法、用法
能力，切实提高社区矫正对象教育矫
正质量。

此次活动让社区矫正对象在劝
导他人的同时提高自身交通安全意
识，感受作为社会一分子的责任，明
白以身作则的意义，让他们更好地融
入社会，实现社区矫正“矫行”和“矫
心”的目的。

（范垂淋 刘晓松）

大田县：社区矫正对象劝导交通文明

本报讯 4月20日，在建宁县
里心镇上黎村茶树菇培育基地，
一包包菌棒袋整齐排列，一朵朵
茶树菇破棒而出，种植户夏春来
正忙着采收成熟的茶树菇。

据了解，茶树菇的生长周期
为 4 月中旬至 7 月上旬，每个批
次的采摘时间为 5 天左右，其
间，每天可以采摘 3 次，具有产
量高、采摘密度大、价格稳定等
特点，因此受到了建宁众多农民
朋友的青睐。

“在茶树菇的培育中，我们充
分利用村里的一些农林废弃物做
菇桶原材料，这样不仅减少了对

环境的污染，还解决了茶树菇培
育过程中的原料供应难题。”夏春
来说，把这些不能用的材料回收
利用起来，培育出来的菇产量很
不错，产出的茶树菇口感也很
好。今年他家共种植10万袋茶树
菇，产量可达4000至4500公斤。

在建宁县，和夏春来家一
样，不少农户通过种植茶树菇成
功走上致富路。截至目前，全县
共种植茶树菇1000多万袋，年产
值约4000万元，茶树菇等特色食
用菌产业也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
富的重要产业之一。

（曾 程 德 庆 柳 云）

建宁县：头批茶树菇喜获丰收关 爱 留 守 儿 童
共享书香“悦”读

◀4 月 17 日，将乐县上河洲
幼儿园在县新华书店开展“手捧
书香‘悦’读阅美”活动。学校16
名留守儿童在老师和家人的陪伴
下，沐浴在书香之中，感受阅读的
美好。
（本报将乐记者站 陈雨丽 摄）

举办“跳蚤书市”分享读书快乐
▼4 月 21 日，沙县区城关第三小学举办“跳蚤书市”活动。

科学类、文学类、综合类等闲置书籍琳琅满目，同学们或买或卖，
让闲置的书籍重焕光芒，校园里充溢着浓郁的书香气息。

（本报记者 梁梦婷 本报沙县记者站 许 琰 摄影报道）


